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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录
shanxinglu

爱心档案
aixindangan

暖心故事
nuanxingushi

江西省鹰潭市政协委员、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

心主任曹有红，为了帮助自己双耳重度失聪的女儿和

更多的听障孩子踏入“有声世界”，她创办特殊儿童康

复中心，累计收训了来自江西、甘肃、江苏等 6 个省份

的200多名听障、智障、自闭症儿童，其中95%的听障儿

童通过康复训练，能像健全孩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

16年过去，从一个孩子的妈妈变成几百个孩子的

妈妈，曹有红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和幸福，也获得了中国

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听力语言康复工作先

进个人等荣誉。

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近日，浙江台州玉环市干江
镇盐盘村，玉环市政协常委林海
林又一次绕过蜿蜒的盘山路，来
到村民吕小香家。这是一处平
房，在早已高楼林立的盐盘村，
显得有些醒目。

“阿婆，我又来看您了，您
最近身体怎么样？”一进门，林
海林略微抬高音量问道。

吕小香今年81岁，身患早
期肺癌，仅有一个50多岁的儿
子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听
到林海林的声音，吕小香略显浑
浊的眼中突然发出一点光亮，激
动地说：“怎么好意思让你总来
给我送东西，谢谢，谢谢！”

这只是林海林热心帮扶困难
群众的一个剪影。从2007年开
始，15年来，林海林帮扶困难
群众的足迹遍布浙江、云南、四
川、贵州等20多个省市。

林海林清楚地记得，2007
年的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一条
新闻：云南省永胜县有不少生活
较为困难的学生，而他们却依然
在努力学习、勇敢逐梦。“我一
下子就被他们那种清澈纯粹的眼
神吸引了，听到他们说想走出大
山看看，很心疼，也特别想为他
们的大学梦做点事。”林海林说。

第二天，刚刚出差归来的林
海林带着采购的学习用品、御寒
物资等，不顾劳累又踏上了赴永
胜县的旅程。到了永胜县，当地
正在下着毛毛细雨。“孩子们很
淳朴，早早就到学校门口迎我，
也没打伞。他们虽然害羞，但拿
到我送去的东西，都表达了非
常真诚的感谢。”林海林说，那
次经历让他印象特别深刻，回
来后，他开始把自己的帮扶重
心向困境家庭孩子倾斜。“需要
什么我就送去什么，能帮一点
是一点。”林海林说。

2017 年 1月，林海林与玉
环市慈善总会签订慈善冠名基
金协议，今后10年他将每年拿
出 10万元帮助有困难的学生。
同年创办的公益基金“育英计
划”在玉环市干江镇初级中学
举办了启动仪式，首批22名品
学兼优的学生获得奖 （助） 学
金。

“我的爷爷是一名烈士，在
第二次围攻乐清虹桥的战斗中
牺牲，年仅 24 岁。”林海林
说：“我常想，和他相比，我帮
助困难群众做点事，算得了什
么呢？”

这些年，林海林越来越意识
到，在做好事的路上，一个人的
力量始终是有限的，“很高兴这
一路上也带动影响了许多人加入
公益慈善的队伍中。”

来自江西赣州的张庆文，曾
是林海林所在公司的员工。“每
次和林总一起去帮助其他人，心
里总是很受触动，也会情不自禁
地掏出腰包，捐给困难的人。”
张庆文说：“虽然不多，也是我
的心意。”

后来，张庆文离职回老家创
办了一所教育培训机构，也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和支持了
许许多多困境家庭的学生。“后
来又在林总的支持下，在我们老
家设立了助学基金。”张庆文介
绍，4年时间，助学基金已经累
计资助了1168名困境家庭的学
生。

这些年，受到林海林影响
的，远不止张庆文一个，黑龙江
的合作伙伴于明国，也经常到医
院看望一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儿
童，除了捐款捐物，还给了患病
孩子很多心灵上的安慰。他说：

“早就听说过林海林的故事，我
也想像他一样，拿出一部分钱出
来做好事。”

还有很多人，在林海林的影
响下，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
们再去影响自己身边的人，就形
成了良性循环。每一份看似寻常
的小爱，最后一定会汇聚成爱心
的河流，最终流入更广阔的大
海。”林海林坚定地说。

这些年，作为玉环市政协常
委，林海林一直提醒自己要心系
民生，“无论是做企业还是政协
常委，都是一份责任和使命。在
政协这个平台上，我也能了解更
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林海林
说：“只要有人需要帮助，我就
会一直在路上。”

（杨哲华）

“只要有人需要帮助，我就会一直在路上”

本报讯（记者 照宁）厦门市
海沧区红裙子志愿服务队“银龄卫
士防诈骗”项目日前获第六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银龄
卫士”工作五步法，即一宣传、
二上门、三劝导、四联动、五安
慰，致力于提升老年人防骗的风
险意识，减少或及时制止老年人
受骗案件发生。“银龄卫士”们
紧贴防诈新形势，以“宣传跟着
警情走，让防诈宣传跑在警情
前”为原则，通过以“亲身经历

当教材”，结合定期摸排“敲门
唠家常”方式守住老年人的“钱
袋子”。同时还通过引导“服务
受益者”转变成“志愿者”，用
身边人说身边事，及时起到警醒
和呼吁的作用。

据悉，“银龄卫士防诈骗”
志愿服务项目设立至今，已有效
劝阻险被诈骗老年人300余人，
阻止、挽回经济损失近 400万
元，为3个结对社区90%的老人
安装了反诈App，并教其熟练
使用。

“银龄卫士防诈骗”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本报讯（记者 舒迪）天津市
区两级慈善协会联合相关媒体开
展的“2023年慈善情暖万家·迎
新春慈善助困”活动日前正式启
动，为在政府救助后仍有困难的
家庭、孤老、孤儿、孤残及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困难家庭送温暖。

据记者了解，天津市慈善协
会在今年的“慈善情·暖万家”迎
新春慈善助困活动中创新募捐救
助方式，首次推出“助力共同富

裕·慈善拼多多”方案，希望能有
更多人可以更多元化参与到此项
活动中来。天津市慈善协会项目
部负责人介绍，本次助困活动计
划对该市万余户困难家庭予以援
助慰问，资助每户1000元款物。

本次活动刚刚启动就有数十
个爱心单位、团体，数百位爱心
市民进行捐赠。主办单位呼吁社
会各界进一步积极奉献爱心，助
力展开帮扶工作。

天津启动2023年“迎新春慈善助困”项目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11
月19日，由首钢体育和天津市尚
赫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2
首钢定向尚赫公益日活动在城市
复兴新地标北京首钢园区举行。
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球员雷蒙、
丘天、史秀峰、孙誉铭作为“尚赫
公益大使”，与市民一起携手传递
体育和公益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据介绍，尚赫公益基金会先
后构建了“让爱传出去”“让爱

延续”“壹心援助”三大项目，
深耕捐资助学、扶危济困、赈灾
安老等诸多领域。尚赫公益基金
会与首钢体育未来将在体育和公
益领域不断拓展，唤起全民对体
育运动热情的同时，不断向社会
传递积极健康的生活理念。

活动现场，“尚赫公益大
使”雷蒙、史秀峰等分享了各自
的公益感悟与体验，呼吁人们更
多关注和关爱困难群体。

2022首钢定向尚赫公益日活动在京举行

“张大爷，您还需要什么生活用
品？平时吃的降血压药还有吗？还有什
么需要您一定和我说，我去给您买。”
11月24日，作为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
凤凰街道志愿者，许明虎主动给街道内
暂时封控的居民张大爷打去电话。

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
初，许明虎就发动近千名大学生拍摄抗
疫加油视频，用青春的力量为战“疫”
加油。这几年，许明虎总会在工作之外
留出时间帮老人、残疾人等采购并配送
生活物资，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疫宣
传、残疾人信息统计及核酸检测等工
作。“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年轻人总
要力所能及地做点事情。”许明虎说。

1998年出生的许明虎，年纪虽然不
大，但拥有很多身份：山东省政协百姓智
库成员、潍坊市政协特邀信息员、坊子区
政协常委、街道办事处残联干事，同时他
还是驻潍高校公益联合会发起人。

从大学生到公益达人，从扎根基层到
投身抗疫，虽然身有残疾，但他说：“在公
益服务的过程中，我才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和未来的人生方向，公益让我快乐。”

2014年，许明虎被确诊患有先天
性圆锥角膜，左眼几乎失明，右眼近视
接近2000度。从那以后，角膜接触镜

成了他特殊的眼睛。
“刚确诊的时候特别痛苦，觉得天

空都是灰蒙蒙的。”来自家人、学校和
社会源源不断的关心，让他开始慢慢重
拾斗志。许明虎说：“正因为感受过温
暖，所以想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有需
要的人。”

进入大学校园，许明虎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申请成为一名志愿者。“在公益
活动中认识了很多优秀且善良的人，是
他们一直鼓励着我前行，从他们身上，
我汲取到很多力量。”许明虎说。

校园志愿者的工作不多，许明虎又
开始报名参加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活
动：做春运志愿者，参与抗洪救灾，和
其他志愿者一起走进乡村，看望孤寡老
人，陪伴留守儿童……在一次次的公益
活动中，许明虎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志
愿者成长为公益活动的组织者。

“因为在潍坊火车站做志愿者，我
大学期间没回家过过年。”许明虎说：

“父母一直很支持我做志愿者，还一直
嘱咐我，能帮就多帮人一把。”

作为驻潍高校公益联合会的负责
人，许明虎连续4年带领大学生志愿团
队到当时的省级贫困村潍坊临朐县九杰
村进行对口扶贫，通过互联网推广当地

的旅游资源和农特产品，为
当地村民带去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

大学毕业后，许明虎
选择了扎根基层，从事社
区工作，为有康复需求的
残疾人开展康复服务。基
层工作琐碎复杂，但许明
虎干得有模有样，一年多
的时间，他已经成为街坊
四邻口中的“自家孩子”，心里有事总
是第一个想到他。“有事找明虎准没
错。”这句话在社区残疾人圈子里，成
了大家公认的“口头禅”。

作为坊子区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
百姓智库成员，许明虎还多次从残疾人
无障碍设施管理和维护、残疾人“一卡
通”、残疾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着手，积
极提交提案建议，“我就想把基层最真
实的声音传递出去，比如残疾人‘一卡
通’的问题，以前残疾人坐车都拿残疾
证，我提了建议后，中心城区残疾人办
了爱心卡，出行更方便了。”许明虎
说：“事情不论大小，只要能为我们残
疾人解决问题，就是好事。”

“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我更知道自
己能够做些什么。”2020年山东省两会

前夕，山东省政协举行“民声连线”网
络议政活动，许明虎结合自己的感受和
经历，围绕高校志愿服务联盟助推乡村
振兴等建议与委员们进行沟通交流，得
到了委员们的支持与肯定。

这些年，许明虎的付出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认可，先后获得全国向上向善好
青年、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山东
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等荣誉。“我
想用自己正能量的故事，影响带动更多
的年轻人投入到志愿服务行列中，照亮
更多人前行的路。我的眼睛不知道什么
时候就会彻底看不见了，所以趁还能看
得见，我想多做点事。”许明虎说：“即
使有一天眼睛看不见了，我想只要有一
颗真诚的心，还是可以去帮助很多有需
要的人。”

基层政协委员许明虎：

“趁还能看得见，我想多做点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郭 帅帅

第一声“妈妈”的幸福

连日来，江西省鹰潭市阴雨绵绵，
枯黄的树叶伴着细细的雨珠飘落在地。

清晨6∶30，鹰潭市政协委员、市
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主任曹有红像往
常一样，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来到学
校，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每天第一件事是给孩子们带上人
工耳蜗。”这个比一元硬币大不了多少
的黑色圆形小装置，是帮助孩子们打破

“无声世界”的钥匙，曹有红，正是那
个“拧动钥匙”的人。

为了学会开口说话，康复中心的很
多孩子很小就离开父母，过上了集体生
活。不到8点，曹有红和老师们会准时
站在教室门口，拉着孩子们的小手一起
走进教室。

这天上午，曹有红的第一节课是浩
浩的单训课。“这位头发花白的人要叫
什么？”“奶奶”……教室内，曹有红拿
着教具引导浩浩学习人物称呼。很难
想象，如今和曹有红顺畅对话的小男
孩有着听力方面的障碍。

从2006年接收第一个听障儿童开
始，16年来，曹有红既当妈妈又当老
师，已经帮助来自江西、甘肃、江苏
等 6个省份的 200多个孩子走出“无
声世界”。

接触听力康复这么多年，曹有红
太明白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不同程
度的听障孩子理解不同文字的发声方
式。每次有新生入校，都是由曹有红
担任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对着孩子不
断重复一个字、一个词，很多时候，
孩子们并不能给出回应。

“让一个听障孩子具备基本的听说
能力，程度轻的可能要两三年，重度
听力障碍就需要更长时间。”曹有红笑
着说：“孩子们的第一声‘妈妈’都给
了我们，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人幸
福？”

康复中心的走廊两侧，挂着不少
家长送来的锦旗。这些年，曹有红办

公室里的奖状、奖杯也越来越多：中
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
听力语言康复工作先进个人……“这
些荣誉常常提醒我肩上责任的重大，
但这不是我做这件事的初衷，我的动
力之源始终是家长和孩子的那份情
谊。”曹有红说。

每次教师节，很多学生都会把自
己最满意的书法、绘画作品送给曹有
红，曹有红总会细心地放在一个册子
里，珍藏在办公室抽屉里，“不如意的
时候，这些就像充电器，拿出来看看，
浑身就充满了干劲儿。”

“既然是好事，就去试试”

在女儿出生前，曹有红怎么也想不
到，自己以后的人生会和听障儿童有着
那么深的牵连。一岁的女儿被确诊为双
耳重度失聪时，曹有红“觉得天都要塌
了，特别迷茫”。

要强的曹有红默默在心里发誓：不
管吃多少苦，都要教会女儿说话，让她和
别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之后，曹有红带
着女儿踏上了艰辛的康复之路，“一边开
始系统学习聋儿康复知识，一边带着女
儿到大城市的医院，向专家求教。”

曹有红一直牢记着专家的建议：
“不管她懂不懂，都要用大量的语言和
孩子沟通。只要孩子的眼睛没有闭上，
你的嘴巴就不能闭上。”就这样，原本
寡言少语、不善言谈的她在女儿面前变
成了“话痨”。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只
要睁开眼睛，曹有红的嘴几乎就没停
过：她教女儿去辨识自然界的各种声
音，让女儿用一只手摸着自己的喉部，
另一只手摸着她的喉部，通过感受喉部
的震动，鼓励女儿发出声音。

两个月的时间，曹有红的女儿学会
了“啊”；一年后，女儿终于喊出了第
一声“妈”。因为这句“妈”，曹有红感
动得泪流满面，也升腾起无限的希望。
康复情况越来越好，当曹有红带着活泼
可爱的女儿踏进普通幼儿园的大门时，
她和女儿的故事也在当地听障儿童家长

群里不胫而走。
一天，一位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磊

磊出现在曹有红当时工作的地方，希望
曹有红能教教患有听力障碍的磊磊。

“一开始拒绝了，觉得自己也不是学这
个专业的，怕耽误孩子。”曹有红说，

“丈夫当时劝我，我们带女儿康复的过
程中也受过很多人的帮助，既然人家找
来了，就试试，这是好事。”

“既然是好事，就去试试。”曹有红
说：“压力还是蛮大的，觉得要比教自己
女儿更用心，心里就一个想法，不能把孩
子耽误了。”她把聋儿语训知识的书籍翻
了一遍又一遍，又一趟趟去北京、上海等
地找专家咨询、请教，自学并通过大学本
科应用心理学专业考试。这期间，越来越
多的听障儿童家长带着孩子慕名而来，
磊磊的康复之路也初见成效，不到一年
时间，已经可以简单交流。

2006年，信心倍增的曹有红创办了
鹰潭市月湖区灿灿语训部（后注册为“鹰
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

康复中心创办初期，没有场地也没
有资金，公婆就腾出自己房子做教室，丈
夫也拿出工资贴补，曹有红自己则既当
老师又当妈妈，要教孩子们说话，还要照
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办学条件虽然艰苦，
但曹有红对于困境家庭不仅免除了全部
费用，还经常给予捐助。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听障儿童和曹
有红的女儿一同成长，她把母爱分给了
更多的孩子。今年，女儿刚刚从广西艺术
学院毕业，言语表达早已和正常人无异，
她总是撒娇地对妈妈说：“现在你心里只
有康复中心的那些孩子了。”虽然嘴上这
么说，但女儿心里一直有个想法——将
来去康复中心接妈妈的班。

会“传染”的善良

就像所有母亲听孩子喊第一声含
糊不清的“妈妈”时的感动，贝贝的妈妈
难以抑制地淌下泪水，因为这一天让她
等了太久……贝贝双耳重度失聪，两岁
多来到康复中心，3岁那年，妈妈在公

园指着花习惯性地问孩子：“这是什
么？”以前，贝贝妈妈总是自问自答，但
这次贝贝回应着“花，花”。贝贝妈妈以
为自己听错了，直到孩子重复了三次她
才确信贝贝能发声讲话了。她又指着自
己问：“我是谁？”贝贝看着她答：“妈
妈。”贝贝妈妈激动地拨通曹有红的电
话，谢谢她教会女儿说话……如今，贝
贝已经像正常孩子一样上了初中。

像贝贝这样的故事，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在曹有红的生活中，“不知道
怎么形容这种幸福。”因为这样的幸福，
那成千上万遍没有回应的教学过程也
不再显得枯燥，“因为心里有奔头，所有
辛苦和艰辛都被洗刷得一干二净。”

这些年，曹有红用爱创造了一个个
关于听障儿童的“奇迹”，也用爱感染着
更多的老师。康复中心的收入不高，工
作也辛苦，但很多年轻人因为曹有红的
故事慕名前来应聘。现在，康复中心有
30余个学生，10余名教师，不少教师就
是曾经的学生家长，自己的孩子去普通
学校上学后，他们选择留在康复中心。
顾淑梅就是其中一位，已经在康复中心
工作10余年了。

“善良真的会‘传染’。曹老师给了
我的孩子一个有声的世界，我也想像她
一 样 ，让 更 多 听 障 孩 子 看 见 ‘ 阳
光’。”顾淑梅今年已经52岁，但她一
点也不想退休。“一开始曹老师就和我
说，如果是为了赚钱，这份工作就不
适合我。”顾淑梅记忆里，有太多孩子
从入学时听不到声音、不能开口说
话，到毕业后什么都会，“这份感动和
收获，不是钱能买得到的。”

作为鹰潭市政协委员，曹有红还
积极撰写提案，履行委员职责，“希望
通过政协这个平台，让全社会更加关
心、关注、关爱听障儿童。”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孩子传来考
入理想高校的好消息，“这是母亲最高
兴也最幸福的时刻，而我能高兴这么多
次。”曹有红坚定地说：“只要家长们信
任，我愿意做更多孩子的‘妈妈’，带
着他们叩响‘无声世界’的大门。”

用爱叩响用爱叩响““无声世界无声世界””的大门的大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郭 帅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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